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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鄉陳棚村完全小學是一所普通農村學校，有在校生300多人。在光山
縣，這樣的農村學校有100多所。三天前發生在這裡的一起血案，打破

了這所學校的寧靜也攪亂了所有孩子家長的心。
14日早上7時，疑兇閔擁軍在陳棚村一個農戶家中搶得一把菜刀後衝入村內

小學，發瘋般地向校園內的孩子們亂砍，從一樓一直砍到三樓，頓時，校園
內一片慘叫聲和哭喊聲，被砍傷的孩子紛紛倒在血泊中。共有22個孩子被砍
傷，他們當中，年齡最大的13歲，最小的只有7歲。

孩子目擊慘劇 夜晚不敢睡覺
兇案發生三天後，陳棚村小學昨日復課，清晨7時許，記者冒 濛濛細雨

抵達校門口時，已有學生陸續來校上課。但與以往不同的是，來上學的孩子
幾乎全部由家長陪同。三天前發生在這裡的砍童血案，從心理上給學生和家
長帶來了巨大的陰影和創傷。
王堂村農民張鴻的兒子燦燦是陳棚村小學一年級學生，「燦燦剛進教室

就聽到校園內哭喊聲一片，透過窗戶玻璃向外望去，恰好看到歹徒揮舞
菜刀在砍殺同學，燦燦就嚇得哇哇大哭起來。幸好歹徒當時沒有注意到我
的孩子，要不然後果難料。」張鴻稱，兒子平時膽子特別小，電視上一出
現抓壞人的場面他就會閉上眼睛。當張鴻把兒子接回家後，小傢伙變得特
別敏感，一聽到稍微大一點的聲音就驚地往她懷裡鑽，「媽媽，學校有壞
蛋！」

學生畏懼返校　家長辭工陪伴
「這幾天夜裡，燦燦睡 睡 突然哭出聲來。」張鴻說，17日學校復課

後，燦燦說什麼也不願上學。「平時一說上學都是高高興興地，今天說什麼
都不願意來，我不知道孩子什麼時候能夠從驚嚇中恢復過來。」
和張鴻母子一樣，整個小學目前都籠罩在恐懼不安的氣氛中。孩子不肯上

學，家長也害怕類似事件再發生。今年49歲的姜世中，常年在光山縣城打
工。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縣城上高中；小兒子今年11歲，在陳棚村完全
小學上學，是五年級的學生。兇案發生後，小兒子打電話讓他回家，並稱今
後只讓爸爸護送自己上學，否則就不去上課了。為了兒子，他只好辭職回
家，「唯有等過一段時間，孩子不再害怕了，我再出去打工。」
在陳棚村小學大門口，記者發現大部分家長把孩子送進校園後，並沒有急
離開，而是透過鐵門目送孩子進教室。雖然校方一再給家長解釋學校已經

採取了安保措施，學生在這裡是安全的，但家長們還是願意在這裡多停留一
會，他們十分害怕學校再出現類似的事情。

學童：

涉嫌這宗校園兇殺案的嫌犯閔
擁軍16日上午被檢察機關批捕，
罪名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皺棚
村和陳棚村相距約10公里，閔擁
軍為何要跑那麼遠的路，向校園
七、八歲的孩子下毒手呢？
就這一問題，當地官方回答

說，公安機關通過縝密調查，發

現閔擁軍的作案動機受末日論的
影響很大。目前，公安機關對其
患有癲癇病史及作案時對其行為
的辨認、控制能力將嚴格依法進
行。
而經過三天沉默後，光山縣政

府在其官網上才對事件作出回
應：為吸取教訓，舉一反三，按
照上級部署，信陽市、光山縣綜
治、教育、公安等有關方面緊急
開展校園安全專項整治行動，排
查校園安全存在的隱患，對校園
周邊存在的各類安全隱患進行大
力整治。加強校園周邊治安、交
通巡查力度，嚴厲打擊各類針對
校園及師生的違法犯罪活動，竭
盡全力維護校園安全。

警方：作案動機源於「末日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新聞周刊網報道，光山縣14日發生22名小學生被斬
傷事件後，新華社記者在事發地採訪發現光山縣當地幹部在辦私事、玩遊
戲，引起網友對當地政府態度的極大不滿。昨日，河南政府門戶網站大河網
刊登了《信陽日報》頭版的一篇報道《光山：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見圖），文中稱「十七大以來，在光
山縣委、縣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重
視、支持、關注下，光山教育事業取
得了輝煌成就」云云。
對此，眾多網民對有關報道表示強

烈抗議。@公共頻道張麗鶴說：「漠
視生命，熱衷形式，實在是無恥。」
微博名人徐小平也稱：「真的太可恥
了!!!這麼多孩子被傷害視而不見，居
然無恥地歌頌起自己的教育成就！」

讚光山教育《信陽日報》遭責

學校有壞蛋
河南校園兇案陰影待化解

河南信陽市光山縣校園兇案三天後，陳棚村完全小學開始復

課。然而親眼目睹血案的七歲學童燦燦，這個昔日讓他嚮往的校

園，如今卻成了恐怖之地，他不敢回學校。他年幼的心裡還牢牢

記得，14日那天，一名窮兇極惡的歹徒揮舞菜刀砍傷自己同學的

場景。這幾天，燦燦一直睡不 覺，一聽到稍大點的聲音就驚恐

地往媽媽懷裡鑽：「媽媽，我怕！學校有壞蛋。」

■香港文匯報記者程相逢、劉蕊、芮拴穩　鄭州、信陽報道

針對光山校園兇殺案，鄭州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主任郭玉琴教授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發生這種突發事件後，人們通常在情緒會出現
恐懼、緊張、驚慌，行為上出現退縮和逃避，身體
上出現不適症狀等。而兒童的反應可能表現為拒絕
上學、在家或學校出現攻擊行為、在同伴中退縮、
注意力下降、成績下降、頭痛、害怕睡覺等。她建
議要及時對有關學童進行系統心理輔導，盡量消除
事件對其心理成長的影響。

引導孩子　宣洩恐慌
「根據個人性格、心理素質不同的特點，當事人

一般需要一周到四周的時間來恢復平靜，度過心理
危機，因此在做心理危機干預處理時，不能急於求
成。」郭玉琴指出，首先要讓當事人、目睹事件的
人接受已經發生的事實，然後試 通過做遊戲、觀
看休閒影片、唱歌等方式來轉移其注意力。並引導
孩子宣洩心中的恐慌。「如對至親好友訴說心中的
害怕，或者乾脆在適當場合大哭一場，大叫一番，
或者讓孩子畫出來。」
「政府部門和校方要給予受傷者一個保證：就是

他們能夠得到很好的保護。」郭玉琴解釋說，這麼
做的目的是給受傷者一個積極的自我暗示。因此相
關部門一定要高度重視類似突發事件，及時對兇犯
進行查處、做好妥善的善後安排並及時告知公眾。
在光山縣校園兇案同日，美國也發生死傷更多的

校園兇殺案，郭玉琴直言，她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
事發後所講的一段話印象深刻：「今晚，米歇爾
（妻子）和我將做每個美國父母都會去做的事情，給
我們的孩子一個更貼心的擁抱，並且向他們表達出
我們的愛，我們要讓彼此知道，我們多麼愛對方。」
「中國的家長，不要表現得比孩子還要恐慌，不

要過多地去叮囑孩子什麼，因為家長若比孩子還恐
慌，會影響孩子的情緒。」要告訴他們：「有我
在，不要緊張，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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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三年來內地發生的校

園兇殺案，尤其是在2010年校園

兇殺案頻發的情況下，公安部緊

急部署，全面加強校園安保，而

相關部門也對受害人作了重金賠

償。然而應急式的安保措施並不

能持續，而重金撫恤更難買受害

人內心平靜。

記者盤點後發現，2010年大部

分省市都採取了校園巡警保安措

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甚至採

取了警察持槍上崗的形式，至於

鄭州這類中等城市則大多採取的

是「一校一警」。但政策剛出爐便

受到網民詬病，「警察不可能一

直守在學校門口，當警察撤走

了，如何確保校園安全？」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一校一

警」只能覆蓋到大城市以及部分

省會城市。就拿事發學校完全小

學而言，事發當日，學校僅有一

名保安。在鄭州，記者每天上班

路上都要經過的一所小學，只配

備有一個門崗。

因此，家長以及專家都呼籲，

應該從根本上解決學校安全問

題。而不能一出現事件，就進行

應急排查、臨時加強保安措施。

事件一過，一切又都照舊。

相關部門　行動滯後
事發多日，儘管光山縣政府表

示要緊急開展校園安全專項整治

行動，並統籌受害者住院治療

費，但是針對撫恤金問題到目前

還沒有任何官方信息，亦沒有任

何相關責任認定。

以福建南平實驗小學兇殺案為

例，儘管事發後受害孩子家長獲

得了26萬元撫恤金，政府、學

校、教育部門都曾到受害者家中

進行過慰問，但是受害者家長仍

感不滿，「包括學校在內，沒有

任何部門出來道歉並承擔責任。」

一位家長說，這種慘痛不應再有

了，「我們

的傷痛，希

望能換取社

會 的 覺

醒。」

應急安防非長久
重金撫恤難平怒

內地近3年部分校園兇案
日期 事件 傷亡

2012年12月14日 河南省光山縣陳棚村小學校門口發生持刀砍人案 22名小學生受傷

2012年9月26日 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內發生持刀砍人案 3名新生重傷

2012年9月25日 鄭州河南職業技術學院宿舍發生兇殺案 3死1傷

2011年11月25日 湖南婁底雙峰縣開源中學門前發生持刀砍人案 1死1傷

2010年5月12日 陝西南鄭縣林場村幼兒園發生持刀砍人案 8死12傷

2010年4月30日 山東濰坊市尚莊小學發生傷人案 5名學生受傷

2010年4月29日 江蘇泰興鎮中心幼兒園發生傷人案 32人傷

2010年4月28日 廣東雷州市小學發生持刀砍人案 19人受傷

2010年4月12日 廣西合浦縣西鎮小學門前發生持刀砍人案 2死5傷

2010年3月23日 福建南平實驗小學門外發生持刀砍人案 8死5傷

■河南信陽市光山縣文殊鄉陳棚村完全小

學14日發生校園血案，22名學生被一持刀

男子砍傷。圖為該校教學樓。 新華社

■22名小學生目前暫無生命危險，但是許多學生卻

畏懼再返學校。 網上圖片

■小學生家長拿出孩子被刀砍中

後留下來的血衣。 中新社

■學校推出的

上下學時間規

定。芮拴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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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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